
榮譽院士馬臨教授讚辭

香港中文大學發展迄今，規模完善，設備齊全，大學第二任校長馬臨教授對此可謂功
不可沒。馬教授在出任校長期間建樹良多，舉其要者：其一為完成學系整合，並確認書院培
育學生的獨特使命；其二為促使大學第四所書院——逸夫書院的成立，並積極推動其後的發
展；其三為創立了在醫科教育及研究兩方面皆達世界水平的醫學院。在馬臨教授的領導下，
學術交流得到大力的鼓勵，並拓展至中國內地以及海外各國。同時，大學開辦博士課程，並
推行「暫取生計劃」，令學生素質顯著提昇。大學亦就本科課程進行全面檢討與改革，積極
推行學分制，並加強通識教育。

追本溯源，馬教授早於中學階段已對化學萌生興趣，並立志要成為一位科學家。馬教授
早年於四川華西大學取得理學士學位，畢業後留校執教，獲獎學金赴英國里茲大學繼續升讀
哲學博士課程。里茲為英國羊毛業重鎮，因此亦是研究蛋白化學最理想的地方。馬教授在倫
敦大學醫院從事資深博士研究工作期間，對臨床生物化學、特別是對母體內荷爾蒙變化如何
影響胎兒的狀況產生了極濃厚的興趣。一九五七年回港後，馬教授受聘於香港大學，在其附
屬的瑪麗醫院出任病理學系講師一職。

馬教授跟香港中文大學的悠久淵源始於一九六四年，其後創立生物化學系，對該系發
展，貢獻良多。他在研究方面表現卓越，後擢升為該系首任講座教授。馬教授傑出的學術領
袖才能，備受推崇，在一九七三年獲選為理學院院長，於一九七八年更榮膺中文大學第二任
校長。

馬教授就任校長時，曾高度讚揚其前任校長李卓敏博士為大學奠下了「穩固的基礎」，
但他同時語重心長地表示，大學之路依然崎嶇。他曾指出：「其處境實如逆水行舟，不許有
鬆弛間歇的餘地。」馬教授當然並非單指教學部門的整合而已，他明確地表示：「要把中大
辦成一所真正現代化的、有國際水平和聲望的大學；同時，又必須是一所深深植根於中國文
化的大學。」 為了達到這個崇高目標，他親自主持各個主要學術發展項目，致力建立大學
的雙語以及雙文化傳統，而這種教育理念和宗旨一直延續至今。馬教授創建工程學院，致力
發展研究計劃及配套設備。全賴馬教授的高瞻遠矚及鍥而不舍，令大校得以拓展迄今，全校
師生都銘感於心。

馬教授任內遇到的另一重大挑戰，就是要容納自七十年代不斷增加的大學生人數。據馬
教授親述，問題能夠迎刃而解純粹出於偶然。在一九八五年六月初，校董會成員邵逸夫爵士
到訪大學，馬教授親自接待並帶他參觀校園：

「我們無意中來到一個地方 ⋯⋯ 邵爵士看到這兩個平台，就問是用來做甚麼的。我說
它們是留待大學日後有足夠的資源時，去興建第四所成員書院的。我就只是說了這麼
一句話，邵爵士也沒有再說甚麼。」



幾天後，邵爵士致電表示願意捐助中文大學興建一所新書院，並問一億元是否足夠？這
個巨額捐獻不但成為大學的紀錄，也成為香港的紀錄。

馬教授在一九八七年榮休之前，開始出任逸夫書院校董會主席一職，並連任至今。馬教
授自始即出任逸夫書院籌劃委員會主席，凡有關書院發展事宜，皆全心投入，悉力以赴，而
逸夫書院的第一期校舍亦終於在一九八八年正式落成啟用。

榮休後的馬教授依然忙碌，繼續協助邵逸夫爵士，支援香港及中國內地的教育發展及醫
療服務。在他的積極倡議下，香港邵逸夫獎基金會於去年正式設立「邵逸夫獎」，該獎的評
選準則為：「要在學術及科學研究或應用範疇獲得突破成果，並對人類生活有深遠的影響和
意義。」 這個新設獎項跟著名的諾貝爾獎分庭抗禮，大大提高了逸夫書院以至香港中文大
學的國際地位。

馬教授一直熱心社會事務，曾任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並獲獎譽無數。他先後獲香港
中文大學、英國塞薩斯大學、澳門東亞大學、紐約州立大學及天津大學頒授榮譽博士學位，
又獲頒英帝國司令勳章、英國皇家藝術學會院士、德國司令十字勳章及日本旭日勳章。馬教
授亦為香港太平紳士。

有鑑於馬臨教授的傑出學術成就及超卓領袖才能，本人謹恭請　校長先生頒授榮譽院士
銜予馬教授。


